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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
宗教信仰不仅关乎高校学生个人的成长，同时还与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。然而由于高校大学生涉世不

深，其价值观念还未能完全确立，盲目信教的现象在高校中屡

见不鲜，高校已成为宗教传播的重要阵地，这对高校大学生思

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大

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宗教观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本研究在梳

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，就高校学生的宗教信仰现状进行了抽样

调研，旨在深入研究大学生宗教信仰的现状及影响因素，探索

出一条能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和宗

教观的教育途径，帮助其确立正确的个人信仰，树立正确的人

生目标。

二、研究对象

本次调查通过“问卷网”在线平台，共向山东省三所高校

（一所理工科院校，一所文科院校和一所综合类院校）发放宗

教信仰问题调查问卷1800份，采用集体施测，剔除作答时间

过短以及有明显反应偏向的问卷 （十道题以上选择同一个选

项），最终收回有效作答问卷1678份, 问卷有效率为93.2%。

参与调查的高校学生年龄范围在 17～23 岁(M = 18.84,

SD = 1.13)，其中男性385人(22.9%)，女性1293人(77.1%)；少

数民族学生120人，汉族学生1558人；工科及其他类专业学生

155人，文科类专业学生1032人，理科类专业学生491人；共

产党员42人，共青团员1455人，群众181人；大中城市生源

学生704人，县镇农村生源974人。

三、高校学生宗教信仰状况调查结果与分析

（一）宗教信仰基本情况

在1678名山东省高校学生中，有32名学生明确表示自己

有宗教信仰，占总人数的1.91%，信仰的宗教分别为道教、佛

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和天主教，其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最

多，在本调查中占有宗教信仰高校学生的43.75%。

（二）宗教信仰的来源

在有宗教信仰的高校学生的信仰时长范围在1～21年，平

均信仰时长为9.87年。超过一半（63%）的高校学生在中学以

前就已经有了宗教信仰，25%的高校学生是从中学阶段开始信

仰宗教，只有12%的高校学生是读大学之后开始信仰宗教，其

中29个学生都表示通过家人的介绍接触到了宗教，并且其中

27名高校学生的家人也同样有宗教信仰。这说明高校学生信仰

宗教主要是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。

在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中，超过一半（56.25%）为少数民族

学生，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和维族学生。研究人员采访

了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同学，他说到“对每个穆斯林而

言，出生就踏上了通往伊斯兰教的道路”。可以看出，宗教作

为一种文化印记在民族中得以世代流传，有的少数民族（如回

族、维吾尔族）的学生几乎从出生开始就信仰伊斯兰教。不少

少数民族学生将信仰宗教视为对本民族的认同，这一结果反映

出民族传统也是高校学生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。

（三）影响宗教信仰的主要因素

调查结果显示，除了家庭和民族的影响之外，宗教道德、

传统文化、从众心理等也是影响高校学生信仰宗教的重要

原因。

对宗教的好奇心以及寻求精神动力的心理诉求也驱使了部

分大学生信仰宗教。这些学生信仰宗教的原因主要有两个，一

方面与科学知识的缺乏有关，另一方面与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

有关。这实际上是宗教对人影响最基本、最普遍的方式，即作

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现人对外部世界力量的应对，也是精神诉求

成为了个体趋向宗教的内在动力。

（四）有宗教信仰学生的宗教活动参与度

在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中，56.25%的高校学生表示会与教

友常常讨论国际形势问题；34.3%的高校学生表示会与教友常

常讨论民族问题；53.1%的高校学生表示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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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才会与教友讨论社会问题。结果显示，信仰宗教的高校学

生的活动参与度以及与教友联系的密切程度都处于中等水平，

比较关注国际问题与民族问题。调查同时发现，虽然有部分高

校学生与教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但是并不常参与宗教活动。

可见，大部分高校学生与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之间主要是基于共

同话题的沟通交流，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行为。

（五）高校学生宗教信仰的原因分析

调查结果显示，在1678名参与调查的高校学生中，完全

信仰宗教的高校学生所占比例不到2%，由此可知，当前高校

学生中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并不是主流，存在宗教信仰的高校学

生规模较小。高校学生宗教信仰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

方面：

首先是外在因素，家庭环境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举

足轻重的作用，家庭的文化传统、家长的价值观念等对孩子的

宗教信仰会产生重要影响。同时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、

信息技术的变革，当代大学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一些隐含宗教

因素的国外商品、价值观念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，从而潜

移默化接受了宗教文化的渗透。

其次是内在因素，虽然高校学生基本已成年，但他们的认

知能力尚不成熟，对社会、生活及宗教的认识不全面，极易被

宗教传播的表象迷惑，不能对宗教进行科学研判，从而盲目信

教。同时，当代大学生承担压力越来越大，除了来自学业与家

庭的压力，同时也面临着就业难题和社会竞争等，导致一部分

同学心理失衡，对生活和社会产生了悲观的想法。部分不够理

智与成熟的大学生在适应不良，出现思想矛盾的情况时，想到

的不是直面困境，而是规避现实，极有可能投身宗教，寻求暂

时的心灵慰藉，这为宗教的渗透提供了契机。

四、高校学生对宗教信仰的认知现状

调查结果显示，98.09%的高校学生都不信仰宗教。但是

无论是否信仰宗教，高校学生都应该树立正确的宗教观，培育

符合时代发展的科学精神，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对参与调查的高

校学生对宗教的认知现状进行了分析。

（一）高校学生对宗教的看法

在山东省三所高校1678名参与调查的学生中，84.74%的

高校学生都认为宗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，40.76%的高校学

生认为宗教是一个有组织有教义教规的团体。这与河南省高校

的一项大学生宗教研究的结果一致，高校学生普遍比较认可科

学无神论。同时，只有10%左右的高校学生认为宗教是不切实

际的幻想（13.41%）或是一种荒诞学说（9.30%），这同时也说

明高校学生中对宗教的极端认识较少，绝大部分高校学生能够

辩证地看待宗教，即使不信仰宗教，也保有尊重与理解的

态度。

（二）高校学生对宗教政策的了解

调查结果显示，77.11%的高校学生表示当前高校在学生

中宣传国家宗教政策的工作到位或者基本到位，自己对于国家

民族的宗教政策很熟悉或者有一定了解，但是仍然有22.89%

的高校学生认为，学习很少对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宣传教育，

自己对于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很不了解。这应当引起高校管理者

与思政教育从业者的重视，应加强国家宗教政策以及基本方针

的宣传教育，使学生能够通过学校途径科学地认识和了解

宗教。

（三）高校学生有关宗教的信息来源和了解途径

由调查结果可知，高校学生接触和了解宗教的渠道比较丰

富，主要是通过网络与电视以及阅读相关书籍了解。此外，也

有高校学生是通过家人介绍 （25.12%）、朋友同学介绍

（21.45%） 以及宗教组织分发的传单和小册子了解宗教信息。

这也表明高校学生了解宗教的途径日趋多元，高校学生自发获

取宗教知识途径日益多元化，高校教育者应当培养学生掌握基

本的信息甄别素质，谨防不法势力别有用心的渗透。

五、开展大学生宗教信仰教育的措施

（一）坚持教书育人，改进思政课堂教学

高校应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理论进教材、进课堂、进学生头

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。同时，高校教师应是坚定的马克思主

义信仰者，并且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理论功底。高校思

政课应该转变过去只重知识传授、忽视实践创新的教学思维和

理念，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内实践，真正激发学生学习马克思主

义理论的兴趣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，教育学生以辩证思维

看待宗教文化，增强抵制渗透的抵抗力和免疫力。

（二）丰富学校生活，营造良好校园氛围

校园是高校学生的最主要活动场所，是夯实马克思主义宗

教观教育的主阵地。高校要切实负起责任，营造积极的校园环

境。积极举办相关的知识普及活动，引导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

义宗教观，增强分辨力与认识力，促使学生理性思考，自觉抵

制违法宗教活动。同时，高校也要注重与家庭、社会的大联

合，同德同心、群策群力，打好“组合拳”，画好“同心圆”，

避免“科学思想集中于门内，而宗教潮流泛滥于门外”的不良

现象，从而潜移默化地引导高校学生。

（三）占领网络阵地，建立网络防范体系

研究结果表明，网络是大学生接触宗教的主要途径。高校

应高度重视网络防范体系建设，运用新媒体新技术，推动思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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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与信息技术的融合，充分发挥其优势，积极打造马克思主

义宗教观教育的新阵地。一方面，通过主流媒体发出“正面声

音”，发布权威信息，积极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宗

教观，对大学生进行网络舆论引导。另一方面，不断提升网络

管理及监控能力，加强校园网络监督，建立校园网络防范体

系，打造安全的信息技术平台，及时阻止网络宗教渗透，净化

网络环境。

六、结语

大学生是实现“中国梦”的坚实后备力量，是可贵的人才

储备，他们的信仰直接关系国家的未来。因此，了解大学生信

仰状况，探究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，并引导大学生树立马克思

主义信仰，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。高校应将马

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有效结合，遵

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、教书育人规律与学生成长规律，正面引

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宗教观，为培养具有健康人格、德才兼备的

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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